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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区代表委员勉青年 做好中外交流使者

内地港生：将青春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大公报讯】记者

郭瀚林、实习记者刘婷

玉北京报道：“2025 年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与

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

会”9 日晚间在北京大

学举行。中央政府驻澳

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

应杰、澳门特区政府社

会文化司司长柯岚、北

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出席并讲话，澳门特区

全国人大代表崔世平、

何敬麟、陈虹，以及澳

区全国政协委员陈季敏、

林伦伟、罗奕龙介绍今

年两会精神，并与来自

北京、天津等地 35 所高

校约 200 名澳门大学生

交流。

此次分享会由中央

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

北京联络部和协调部、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

年发展局和特区政府驻

北京办事处共同主办。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

文化司司长、全国政协

委员柯岚在致辞中对澳

门青年学生提出三点希

望：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做“一国两制”实践者；

拥抱 AI 时代，提升综合

竞争力；勇担使命，助

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澳门是中国非常

重要的国际窗口，需要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

的作为。”澳门特区全

国人大代表、澳门立法

会议员崔世平表示，澳

门要发挥好自身优势，

在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

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为国家寻找

国际高端人才，打造好

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会

长林伦伟则说，时代总

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

今年他在提案中建议在

横琴特区建立文化交融

专区，为学生提供更多

便利，吸引全球优秀学

生前来就读。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

陈季敏则提出，澳门学

子应该担任起桥梁使者

的作用，深化国际合作。

“希望越来越多澳门学

子参与到国际组织中，

发挥作用，成为联系世

界的超级联系人，成为

中国与世界对话交往的

连接器，推动不同文明

制度间的理解和认识。”

积极参与科创实践

在提问交流环节，澳

生梁兆荣提问“DeepSeek

大模型为代表的前沿科

技给澳门产业转型带来

哪些机遇？”崔世平以澳

门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例指出，澳门科研能

力和高新技术产业正快

速提升，勉励澳生积极

参与科创实践。

“我是历史系学生，

请问代表委员对这一专

业学生未来回澳门发展

有何建议？”对于北京

师范大学澳生区彦瑜的

提问，全国人大代表陈

虹谈到，目前澳门非常

需要熟悉中国史的教师，

建议关注澳门劳工事务

局等网站积极投递简历。

“学历史非常好。学好

历史，才能知道我们从

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我感受到国
家对高质量发展的坚定
决心，对科技创新的高
度重视，对民生福祉的
持续关注，以及对教育
事业的深远谋划。”内
地高校港生、来自中国
政法大学的卢泓瑜兴奋
地说。

“青春激扬中国梦 
踔厉奋发新征程”。全
国两会刚圆满闭幕，港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与内地高校港生座谈会
即于 12 日上午在京举
行。来自北京、天津、
山东的 11 所高校 42 位
优秀港生代表，与 4 位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
国政协委员交流互动。

参加座谈的港生表

示，要结合自身发展与
国家发展机遇，把个人
理想融入中华民族复兴
伟业当中，致力投身国
家发展战略，用自身所
学为香港发展及中国式
现代化贡献港青力量。
\ 大公报记者 马静、李
畅北京报道

今年是中央政府驻
港联络办自 2017 年以来
第 8 次举办座谈活动。
驻港联络办北京联络部
副主任张有才勉励港生，
以爱国为根，以爱港为
荣，厚植家国情怀，抓
住在内地求学的宝贵学
习时光，做国家未来发
展建设的“预备役”和“领
航员”，抓住香港新机遇，
牢记服务祖国和联通世

界的历史重任，为中国
式现代化贡献独特的香
港力量。

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山东大学等
11 所高校港生代表进行
座谈。参加座谈的港生
表示，通过座谈对国家
机遇和自身发展方向有
了更清晰的认知。未来
要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和
优势，抓住国家发展机
遇，将个人理想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为国家的
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香
港力量。

大湾区互联互通 如
何更上层楼？

北京师范大学梁竞
霆提问：“粤港澳大湾
区已逐步实现了‘三电
产业’的互联互通，在
推动香港跨境电商和数
字经济融入大湾区的进
程中，香港现有的规则
体系如何？是否需要做
针对性调整？”

对此，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林至颖表示，香
港企业在大湾区运营电
商需要本地化的运营策
略。随着大湾区经济一
体化的推进，相关规则
和机制可能会持续优化
和完善，以适应跨境电
商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
求。

爱国主义教育 如何
完善优化？

　　中国传媒大学
黄泳铭问到：“香港传
媒行业应该如何有效地
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宣
传上发挥作用，做好青
少年思想教育的塑造者
和传播者？”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黄锦良回应说，作为传
媒行业的从业者，专业
素养无疑是立身之本。
当前，香港的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正扎实有序
地推进，氛围日益浓厚。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德

才兼备的媒体人，应该
用好手中的“权力”，
更好地传播国家与香港
发展的情况。

历史教材编写 如何
昇华内容？

南开大学莫文轩问
到“希望了解香港中小
学历史教材编写方面的
成果，以及如何通过历
史教育强化学生国家认
同感与法治意识？”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刘智鹏指出，从小学、
初中到高中，针对中国
历史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精心编写了一套适用于
课堂教学的教材。在编
写过程中，首要的任务
是纠正历史认知的偏差，
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
在对待历史问题时，不
仅要明辨史实的真伪，
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历
史思维和学习方法。

京港两地创科 如何
精准发力？

北京大学林明丽问：
“香港还应如何发力
促进京港两地的科创合
作？”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吴杰庄表示，在科研与
创业的道路上，我们仍
有许多可以探索和改进
的空间。香港在培养科

技人才方面需要更加注
重跨领域的融合，营造
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
会氛围，让更多的成功
案例涌现出来，激励年
轻人成为科技企业家。

参加座谈的港区全
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
委员勉励港生们抓住内
地学习宝贵机会，装备
自身，用创新思维将港
青独特优势与香港发展
和国家发展大局相结合，
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香
港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港生
杨民健表示，可以预见，
未来两地协同、两地合
作将是必然的趋势，这
也更加证明了“一国两
制”制度的优越性。作
为在内地求学的香港青
年，更应不负祖国对我
们的期望。“毕业后，
我计划投身于大湾区，
用自己所学的法学知识
为大湾区的涉外法治建
设作出贡献。”杨民健说。

“我希望走进偏远
山区，投身支教事业，
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
山。未来，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
来到香港，了解这里的
独特文化，进一步促进
两地青年的互动与理
解。”北京语言大学吴
嘉莹对自己未来信心满
满。

来自澳门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在北京大学与近 200 名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履
职体验。\大公报记者郭瀚林摄

内地高校港生与全国两会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大公报记者马静摄


